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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黑标准参比物质

李志澄
( 河南轮胎厂 4 54 0 0 3 )

摘要 介绍 了国内外炭黑标准参比物质的历史与现状
,

对照分析其分类
、

命名
、

名称含 义
、

特征值及

用途
,

并对完善我国炭黑标准参比物质体系
、

加强有关标准化管理提出了建议
。

关键词 炭黑
,

标准参比物质
,

特征值

标准参比物质是充分确认其一种或多种

理化特性
,

按严格 的法定程序生产
、

鉴定
、

批

准与发布的一类物质
,

主要用于测试仪器的

校准及试验方法的认证
。

国外于 50 年代末就开始研制
、

发布炭黑

标准参比物质并投人使用
,

历时 30 多年
,

已

形 成较为完善的标准物质体系
。

如 A s T M

(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)率先研制并发布了

I R B (工业参 比炭黑 )
,

IT R B (工业着色参比炭

黑 ) 及 S R B ( A S T M D
一

24 标准参比炭黑 ) 等

系列标准参比物质
。

这些标准参比物质得到

了 15 0 ( 国际标准化组织 ) 的认可和采纳
,

并

已写人 15 0 标准
。

我国从 80 年代初开始研制

炭黑标准参比物质
,

先后 3 批以 B T I “ ,

s R B

1 “

和 S R B Z ”

命名
,

并投人实际使用
。

由于 国内外炭黑标准参比物质品种繁

多
,

且分类
、

命名
、

名称含义
、

特征值及用途都

存在着差异
,

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有关标准

资料进行整理
、

对比和分析
,

并对完善我国的

炭黑标准参比物质体系
、

加强有关标准化管

理提出笔者的一些想法与建议
。

1 炭黑标准参比物质的分类
、

命名及特征值

1
.

1 A s T M 炭黑标准参比物质
1

.

1
.

1 工业参比炭黑 ( IR B )

IR B 性能特征值见表 1 和 2
。

表中吸碘

值
、

D B P 吸收值
、

压缩样 D B P 吸收值和着色

强度均为绝对值
。

30 。%定伸应力和拉伸强度

是后一个 IR B 与前一个 IR B 的差值 (如 I R B

6 “

与 I R B S “

的差值 )
。

这些特征 值是每个

IR B 发布前
,

由多个实验室按规定 的试验方

法测定的平均值
。

据标准 A S T M D 1 7 6 5一 9 1 介绍
,

IR B 的

使用 目的是 为了消除实验室 间产生 的偏 差

(即系统误差 )
,

用作标准物质
,

在每个实验室

内部校正实际测定的性能值
。

IR B 主要用于

制备标准胶料
,

用作炭黑样 品物理机械性能

鉴定的相对标准
,

即在同一实验条件下用含

表 1 I R B 性能特性值

I R B

编号
生产者 批量

.

磅
A S T M 验 吸碘值

g
·

k g 一 l

D B P 吸收值

10一 5 m 3
·

k g 一 l

压缩样 D B P 吸收值 着色强度

1 0 一弓m 3
·

k g一 ’ %

9 7

9 2

9 9
.

9

9 7 1

1 0 2
.

1

1 0 0
.

0

D 24 14

8 3

8 7
.

8

8 6
.

5

8 9
.

6

8 7
.

2

D 3 4 9 3

1 0 0
.

0

1 0 7
.

1

1 0 1
.

5

9 9
.

2

D 32 6 5

J
L,.工Q曰日

,.̀Qé.

…
Q曰O凸J任n山1nU

O目Q曰Q目八6

菲利浦

大陆炭

阿什兰

卡博特

哥伦比亚

休伯

试验方法

1 5 00 00

2 00 0 00

3 00 0 00

6 0 00 0 0

5 00 0 0 0

9 0 00 00

收 日期
19 5 9

.

1 2

1 9 6 5
.

6

1 9 6 9
.

6

19 7 3 1 1

19 7 9
.

1 2

1 9 8 5
.

6

A S T M D 1 5 l O

注
:

此表来源于 A S T M D 1 7 6 5一 9 1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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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炭黑胶料的物理机械性能

NR A (S T M D3 1 9 2 )S BR A S (T M D3 1 9 1 )

硫化时间 3。 。% 定伸应力

M Pa

拉伸强度

入I P
a

硫化时间 3 0。 % 定伸应力

M Pa

拉伸强度

M P
a

1 1 5一 一 一 一 一
3 0 一 一 一 一 一

2 1 5一 0
.

3 + 1
.

9 一 一 一

3 0 一 0
.

2 + 1
.

2 一 一 一

3 1 5十 0
.

7 一 0
.

5一 一 一

3 0 + 0
.

5一 0
.

5一 一 一

4 1 5+ 0
.

2 + 0
.

9 3 5一 一

3 0 十 0
.

5+ 0
.

8 50 一 一

51 5+ 1
.

2 0
.

0 3 5+ 1
.

4 + 0
.

1

30 + 0
.

9 一 0
.

5 60 + 1
.

2 + 0
.

2

1 5 6一 1
.

7 一 0
.

9 3 5一 2
.

6一 1
.

5

3 0 一 2
.

2 一 0
.

9 50 一 2
.

7 一 1
.

2

注
:

同表 1
。

炭黑样品胶料对标准胶料的差值来表示测定

结果
。

我国从 1 9 8 9 年 12 月起实施
“

橡胶用炭

黑 技术
”

再版标准 (G B3 7 78一 89 )
,

首 次采用

上述方法鉴定炭黑的物理机械性能
。

与此同

时
,

国产 S R B I ”

炭黑正式投入使用
。

A S T M IR B 属于 N 33 O 品种
,

用完一批
,

再生产一批
,

根据验收年代顺序编号
。

目前使

用的是 IR B 6 “ ,

该样品可由美 国博格
、

休伯

公司及德国法兰克福
、

迪高莎公司提供
。

i
·

1
·

2 工业着色参比炭黑 ( I T R B )

IT R B 属于 N 3 30 品种
,

它有 两个 特征

值
,

即 C T A B 比表面积 83
.

Om
Z ·

g 一 `
和着色

强度 100 %
。

它分别作为炭黑 C T A B 比表面

积测定标定 O T ( 磺基 丁二 酸钠二辛醋 ) 与

S D S ( 十二烷基硫酸钠 )标准滴定溶液及着色

强度测定的标准物质
。

这两个特征值具有
“

规

定
”
的含义

,

其验收与发布年份不详
。

该样品

可 由美国俄亥俄州 4 3 2 1 6
、

哥 伦比亚和阿什

兰化学公司提供
。

1
·

l
·

3 A S T M D
一

2 4 标准参比炭黑 ( S R B )

S R B 是按 A S T M D
一

24 炭黑委员会组织

生产并确认发布的标准参比炭黑系列物质
.

1 9 7 4一 1 9 9 4 年 已确认发布 了 5 批
,

每批炭黑

品种数量在 3一 6 个不等
,

全部按标准分类系

统命名
。

最新确认发布的是第 5 批 ( A
一

5一 F
-

5 )
,

原则上
,

新的一批 S R B 发布
,

上一批即停

止使用
。

历批 A S T M D
一

24 S R B 的基本情况

见表 3
。

15 0 最新资料列 出了按 A S T M D
一

24 生

产的历批 S R B 的全部特征值
,

见表 4
。

A s T M

表 3 按 A s T M D
一

24 生产的历批 S R B 基本情况

批号 确认年份 代号 ( 品种 ) 品种数量

1 1 9 74

2 1 9 78

3 1 9 8 3

4 1 9 8 9

5 1 9 94

A
一 1

( N 7 7 4 )

A
一 2

( N 3 2 6 )

A
一 3

( N 7 6 2 )

A
一 4

( N 3 2 6 )

A
一 5

(又 1 3 5 )

B
一 1

( N 3 3 O )

B
一 2

( N 3 3 0 )

B
一 3

( N 3 3 O )

B
一 4

( N 3 3 O )

B
一 5

( N 3 3 O )

C
一 l

( N 2 3 4 )

C
一 2

( N 2 3 4 )

C
一 3

( N 2 3 4 )

C
一斗

( N 1 2 1 )

C
一 5

( N 2 2 0 )

D
一 2

( N 68 3 )

D
一 3

( N 68 3 )

D
一 4

( N 7 62 )

D
一 5

( N 7 62 )

E
一

2

( N 6 6 O )

F
一 2

( N 7 6 2 )

E
一 4

( N 6 6 0 )

E
一 巧

( N 6 6 0 )

F
一 4

( N 6 8 3 )

F
一 弓

( N 6 8 3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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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一

24 标准参比炭黑的特征值由 A S T M 最先

确认
,

A S T M 标 准 ( A S T M D 3 3 2 4一 8 4 和

A S T M D 3 3 2 4一 8 9 a )分别公布了 A
一

3一 D
一

3

及 A
一

4一 F
一

4 的特征值
·

见表 5
。

表 4 和 5 中同一代号 ( 品种 ) 的某些特征

值略有差异
,

其原因可能是测定年代不同 (如

吸碘值会随着存放年份的增加而减小 )及试

验方法不同所致 (分别采用 15 0 与 A S T M 方

表 4 A s T M D
一

24 标准参比炭黑特征值
, )

代号 品种
吸碘值 C T A B 比表面积 N : 吸附比表面积 压缩样 D B P 吸收值 着色强度

k g 1 0 3m 2
.

k g 一 l k g 10 一 5m 3
·

k g 一 l

D B P 吸收值

10 一 5 m 3
.

k g 一 1

45595089

八
一 1 N 7 74

B
一 1 N 33 O

C
一 1 N 23 4

A
一

2 N 3 2 6

B
一

2 N 3 3 0

(
、 一 2 N 23 4

D
一 2 N 68 3

E
一 2 N 66 0

F
一 2 N 76 2

A
一 3 N 76 2

B
一 3 N 33 0

C
一 3 N 2 3 4

D
一 3 N 68 3

A
一 4 N 3 2 6

B
一 4 N 3 3 O

C
一

4 N 12 1

D
一4 N 7 6 2

E
一

4 N 6 6 0

F
一 4 N 6 8 3

A
一 5 N 13 5

B
一 5 N 3 3 0

C
一 5 N 2 2 0

D
一 5 N 76 2

E
一

5 N 66 0

F
一 5 N 68 3

试验方法 15 0

2 7
.

9

8 1
.

0

12 0
.

4

8 0
.

3

8 0
.

5

1 16
.

5

3 6
.

1

10 3 m 公
·

3 0
.

7 9
.

1 4 0
.

8 5
.

8 0
.

1 2 2
.

3 8
.

%

5 6
.

1 0 6
.

1 2 8
.

1 13
.

1 0 5

1 17
.

5 6
.

2 2
.

5

7 9
.

4

1 11
.

4

3 2 0

8 2
.

7

7 9
.

3

1 2 1
.

1

2 6
.

5

3 6
.

0

3 7
.

7

1 5 1
.

7

7 9
.

1

1 2 1
.

1

2 8
.

7

3 5
.

1

3 8
.

5

1 3 0 4

2 4
.

2

7 9 9

1 1 3
.

0

4 0
.

6

8 2
.

5

7 9
.

1

1 20
.

5

24
.

9

3 6
.

6

4 0
.

5

1 2 7
.

5

7 7
.

4

1 17
.

2

29
.

4

3 7
.

2

4 0
.

9

68 10

2 3
.

6

7 9
.

5

1 1 9
.

8

3 7
.

9

7 7
.

3 3 )

7 4
.

4 3 )

12 4
.

2 3〕

2 4
.

1 3 )

3 4
.

6 3 )

3 8
.

5 3 )

1 4 1
.

5 3 )

7 4
.

3 3 )

1 2 2
.

0 3 )

2 7
.

5 3 )

3 5
.

3 3 )

3 9
.

1 3 )

4 6 5 2 及

A S T M D 4 8 2 0

6 4 0

8 6
.

4

9 9
.

8

6 6
.

6

8 6
.

6

1 0 3
.

2

8 8
.

6

7 6
.

7

5 9
.

8

5 8
.

9

8 9
.

2

10 2
.

0

8 9
.

0

6 8
.

3

8 6
.

6

10 8
.

9

5 8
.

9

7 5
.

7

8 8
.

0

1 18
.

4

8 6
.

5

9 8
.

7

5 7
.

8

7 2
.

7

8 8 9

6 8 9 4

7 2
.

4

9 6
.

6

1 2 2
.

6

7 1
.

0

9 7
.

5

1 2 2
.

7

12 9
.

5

90
.

3

65
.

1

67
.

0

10 ] 2

1 19
.

8

12 9 8

70
.

8

10 0
.

0

13 1
.

0

6 4
.

8

90
.

4

13 0
.

6

13 6
.

7

99
.

9

1 13
.

7

6 4
.

1

8 9
.

4

12 9
.

5

4 6 5 6一 l

或 4 6 5 6一 2

4 2
.

子
)

1 0 1
.

2 2 )

1 1 6
.

0 2 )

5 3
.

3 2)

] 10
.

8

98 5

1 19
,

5

4 1
.

2

5 5
.

2

5 5 8

1 2 3 1

9 8 3

1 1 7
.

5

4 9
.

5

5 5
.

3

5 8
.

0

5 4 3 5

注
: l )特征值录自 T e e h n i e a l R e p o r t D T R 68 0 9 E ( 15 0 ) ; 2 )着色强度特征值录自 15 0 6 8 0 9一 8 4

,

因 T e e h n i e a l R e p o r t D T R

6 8 0 9 E 表 3 印刷有误
; 3) 采用 A S T M D 4 8 2 0 多点 BE T 氮吸附法测定值

,

其余采用 15 0 4 6 5 2( 单点氮吸附 ) 方法测定
。

表 5 A s T M D
一

24 标准参比炭黑特征值

代号 品种
吸碘值

g
·

k g 一 l

C T A B 比表面积

1O 3 m Z
·

k g 一 1

N : 吸附比表面积

10 3 m 2
.

k g 一 l

压缩样 D B P 吸收值

1 0 一 5 m 3
·

k g 一 1

D B P 吸收值

1 0 一 5m 3
·

k g 一 1

着色强度

%

A
一 3 N 7 6 2 2 3

.

2

B
一 3 N 3 3 O 80

.

5

C
一 3 N 2 3 4 1 1 2

.

7

D
一 3 N 6 8 3 3 3

.

4

A
一 4 N 3 2 6 82

.

7

B
一 4 N 3 3 0 7 9

.

3

C
一 4 N 1 2 1 1 2 1

.

3

D
一 4 N 7 6 2 2 6

.

4

E
一4 N 6 6 O 3 6

.

0

F
一4 N 6 8 3 3 7

.

6

试验方法 A S T M D 15 10

2 4
.

2

7 9 9

1 1 3 0

4 0
.

6

8 2
.

5

7 8
.

9

1 1 9 6

2 4
.

9

3 6
.

3

4 0
.

5

D 3 7 6 5

2 3
.

6

79
.

5

1 19
.

8

3 7
.

9

77
.

8

75
.

4

12 7
.

2

2 4
.

0

3 4
.

9

3 8
.

6

D 3 0 3 7

58
.

9

8 9
.

2

10 2
.

0

8 9
.

0

68
.

2

8 6
.

6

10 8
.

9

58
.

7

75 6

8 7
.

8

D 3 4 9 3

6 7
.

0

10 1
.

2

1 19
.

8

1 29
.

8

70
.

8

1 00
,

0

13 0
.

8

64
.

8

90
.

1

1 30
.

0

D 2 4 14

4 2
.

4

1 0 1
.

2

1 1 6
.

0

5 3
.

3

1 1 ( )
.

8

9 8
.

5

1 1 9
.

生

4 1
.

4

5 5
.

]

5 5
.

9

D 3 26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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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标准 )
。

A S TM D
一

24 标准参比炭黑系列物质主

要用于试验仪器校准及试验方法认证
,

可用

于考核实验的准确性及改善实验室间的再现

性
。

L 2 15 0 炭黑标准参比物质

15 0 组织认可并采 纳 A S T M 发 布的 3

类 炭 黑 标 准 参 比 物 质
,

即 IR B
,

I T R B 和

A S T M D
一

2 4 S R B
。

将这 3类标准物质合称为
“

标准参比炭黑
” 。

为了与 A s T M D
一

24 s R B

相 区别
,

笔者认为称作
“

15 0 标准参比炭黑
”

较合适
。

全部特征值见表 1
.

2 和 4 及 1
.

1
.

2
。

L 3 我国炭黑标准参比物质

我国于 1 9 8 2 年首次由抚顺化工厂生产

B T I “

标准炭黑
,

此后 1 9 8 6 年和 1 9 9 1 年分

别由鞍山化工二厂和天津炭黑厂生产了两批

以标准参比炭黑 (S R B )命名的炭黑标准参比

物质 ( S R B I “

和 2 “
)

,

其标准值见表 6
。

国产标准参比炭黑是以 A S T M IR B 特

征值为 目标生产 的
、

属于 N 3 30 品种的标准

物质
,

可用来制备标准胶料以表征炭黑在橡

胶中的物理机械性能
。

近年来 已替代 IT R B

推广应用于 C T A B 比表面积方法标准
,

也可

替代 I R B 6 ”

作为鉴定 S B R 和 B R 的配合剂

(如 S R B I ”
)

。

国家标准 《炭 黑名 词术语 》 ( G B 7 7 6 7一

8 7) 规定的工业标准参比炭黑 ( IS R B) 的定义

是
:

由指定厂家生产
,

经多个实验室用可靠方

法测定了主要特征量值并经法定机关确认
,

用于实验室校核仪器和方法
,

改善实验 室间

再现性的一种质量均匀
、

稳定的炭黑
。

2 炭黑标准参比物质的应用

2
.

1 在 A s T M 标准中的应用

炭黑标准参比物质在 A S T M 标准 中的

应用见表 7
。

表 7 在 A S T M 标准中的应用

标准

物质
标准号 用 途

表征炭黑 3 00 % 定伸应力的典型值

用作炭黑相对挤出量的标准物质

用作炭黑着色强度的标准物质

标定 O T 及 S D S 标准滴定溶液

表 6 国产标准参比炭黑标准值

项目

生产单位

B T I “ S R B I #
s R B Z # 试验方法

抚顺化 鞍山化工 天津炭

工厂 二 厂 黑厂 一

1 9 82
.

] 1 1 9 8 6
.

1 1 19 9 1
.

10 一

I R B D 1 7 65一 9 0

D 3 6 74一 8 9

I T R B D 3 26 5一 8 8

D 3 76 5一 8 9

A S T M D
一 2 4 S R B

D 1 5 10一 9 1

D 2 4 14一 9 0

D 3 0 3 7一 9 1

D 3 26 5一 8 8

生产 日期

批量
.

k g

吸碘值
·

g
·

k g一 ,

C T A B 比表面积

l o 3 m Z
·

k g一 l

D B P 吸收值
10 一 5m 3

·

k g一 l

压缩样 D B P 吸收值
10 一 已m 3

·

k g 一 1

着色强度
.

%

N R ( 30 m l n )

拉伸强度
.

M aP

3。。%定伸应力

M P a

用 A
一 4一 F

一

4 校准吸碘值方法

用 A
一 4一 F

一 4 校准吸油计与滴定管

用 A
一 4一 F

一 4 校准氮吸附仪

用 A
一 4一 F

一 4 校准着色强度仪器与

方法

1 26 0 0

79
.

0

6 0 0 00

7 8
.

7

6 0 0 0 0

8 0
.

1 G B 3 78 0
.

G B 3 78 0
.

D 3 3 2 4一 8 9a
’

用作改善再现性试验的标准物质

D 34 93一 9 1 与 D 2 4 1 4一 90 la]

10 0
.

0

8 4
.

2

10 2
.

2

(子B 3 7 8 0
.

(子B 3 7 8 0
.

G B 3 7 8 0
.

注
: 关

从 A S T M D
一

2 4 的 S R B 的 A
一 4一 F

一 4 中选 用 4 种

炭黑
。

.2 2 在 15 0 标准中的应用

炭黑标 准参比物质在 15 0 标准 中的应

用见表 8
。

.2 3 在国家标准中的应用

炭黑标准参比物质在国家标准中的应用

见表 9
。

综上所述
,

从国外情况看
,

3 类标准参比

物质的应用范围比较明确
。

I R B 用于炭黑物

理机械性能的表征 (用差值表示结果 )以 消除

o尸巾。284102--0月:)
.

:

注
: 二

S R B Z#

在 N R 配方中的物理机械性能是与 S B R

1 #

的差值 特征值录自 G B 95 78一 8 8 和 G B 3 7 7 s一 9 4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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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 在 15 0标准中的应用

标准

物质
标准号

3 2 5 7一 8 2

5 4 3 5一 9 1

6 8 1 0一 8 气

D
一 2 4 S R B

4 6 52一8 1

5 4 35一 9 ]

在 S B R 中鉴定炭黑作对比试验用

标准物质

用作炭黑着色强度测 定的标准物质

标定 O 丁 及 S D S 标准滴定溶液

B加

BR]汀R]T]铭 HfA

4 6 5 6了 l一 8 5

4 6 5 6 /2一 8 1

68 94一 8 4

校准氮吸附仪器及方法准确度

校准着色强度测定仪器及方法

用 A
一 3一D

一 3 校准吸油计

用 A
一 2一 F

一 2 校准塑性计

校准压缩样 D B P 吸收值仪器 及方法

表 9 在国家标准中的应用

标准

物质
标准号

xR B 3 78 0
.

17一 8 3 用 IR B 4 “

作反射率定值标准物质

8 65 6一 8 8 鉴定 S B R 指定的炭黑材料 ( IR B 6 抹
)

8 66 0一 8 8 鉴定 B R 指定的炭黑材料 ( IR B 6 “
)

T IR B 3 7 8 0
.

6一 91 用作炭黑着色强度测定的标准物质

A S T M D
一

2 牛 S R B

3 7 8 0
.

2一叫 用 A
一 4一 F 一 4 校准炭黑吸油计

3 7 8 0
.

6一 91 用 A
一 3一 D

一 3 校准着色强度测定

仪器与方法

1 07 2 3一 8 9 用 A
一 3一D

一 3 作改善再现性的标

准物质

国产 S R B I样

3 7 7 了一 89 表征炭黑 30。另定伸应力典型值

3 了78一 8 9 表征炭黑 3 项物理机械性能

3 7 8 0
.

吕一 9 1 标定 O T 或 S D S 标准滴定溶液

8 6 56一 8 8 鉴定 s B R 可替代 B IR 6 “ 的炭黑材料

8 6 6 0一 8 8 鉴定 BR 可替代 B R I6 禅 的炭黑材料

1 07 2 2一 8 9 校准静态氮吸附仪及用作动态吸附

法的标准物质

系统误差
: T IR B 用 于着 色强度及 C T A B 比

表 面 积方 法 标 准
.

作 标 准 物 质
;A S T M D

-

2 4 s R B 用于实验仪器及试验方法的校准
,

以

提高实验的准确度及改善再现性
。

我国的现

行炭黑标准中除了将国产 S R B 替代 A S T M

IR B 的功能表征物理机械性能
,

将国产 S R B

替代 IT R B 用作 C T A B 比表面积测定标准物

质
,

将国产 S R B 替代 A S T M D
一

24 的 S R B 校

准氮吸附仪及方法以外
,

其它用途与国际上

基本一致
。

3 对国产标准参比炭黑的建议

.3 1 国产标准参比炭黑的命名

我国炭黑标准参比物质实际上已生产了

3 批
,

1 9 8 2 年首 批 以
“

标准 炭 黑
”

命名 (B T

1 ”
)

,

自 1 9 8 6 年起又生产了两批
,

并以
“

标准

参比炭黑
”

命名 ( S R B 一“

和 2 “
)

,

近年的标准

文本又出现了
“

工业标准参比炭黑
”

的名称并

给出了该名词术语的定义
。

众所周知
,

国产 S R B 属于 N 33 。 品种
,

无

论就其生产 目标还是主要用途而言都是为了

替代 A s T M IR B
,

实现炭黑标准参比物质的

国产化
,

因此国产 S R B 实际上与 A s T M I R B

等效
。

所 以 笔者认 为 目前 的命名 (无论是

S R B 还是 I S R B ) 很容 易 与 A S T M S R B 及

I (S ) s R B 混淆
,

造成概念上的混乱
,

不利于国

际间标准化接轨与交流
。

为此克服命名的随

意性
、

提倡命名的科学性是至关重要的
。

建议

标准化归 口单位认真研究慎重对待
。

.3 2 加强国产标准参比炭黑的标准化管理

应该承认
,

经过努力
,

国产炭黑标准参比

物质从无到有
,

各项理化性能已接近 A s T M

I R B 的水平
,

取得 了醒 目的进展
.

但仍存在一

些不足
。

如 S R B Z “

在合成橡胶中的物理机械

性能与 IR B 6 “

有一定差距 (伸长率偏低 )
,

国

产标 准参比炭黑 的内在质量 有待进一步提

高
。

又如在正式发布的标准 中并 没有提供

S R B I “

氮吸附比表面积的特征值 (标准值 )
,

无法用于氮气静态吸附仪的校准及作为动态

吸 附法 的标 准物 质 (表 9 )
,

自然无法实 施

G B I O7 2 2一 8 9 方法标准
。

应该指 出
,

国家标准 G B 7 7 6 7一 87 给 出

的
“

工业标准参 比炭黑
”

的定 义与 目前 国产

S R B 实 际状况并不相符
。

国产 S R B 品种单

一
,

尚不具备校准仪器与试验方法的功能 (有

效校 准必须 采用 多点法
·

使用 系列标准物

质 )
。

因此
,

在现 行 炭 黑 标 准 中还 是 采 用

A S T M D
一

24 S R B 系列标准物质来改善再现

性
、

提高准确度为好
。

所以在国内外炭黑标准

(下转第 2 4 1 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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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我国橡胶机械的进展

类产品的新一族
,

机器具有自动合模
、

放气
、

保压和开模功能
,

已成功地应用于生产中
。

此

外
,

在车辆门窗密封条生产线
、

防水片材生产

线的研究开发方面
,

也取得了一定成绩
。

12 再生胶机械

在再生胶生产领域
,

油法和水油法是我

国再生胶生产的传统工艺方法
。

这种方法工

艺落后
,

效率低
,

污染严重
,

在先进工业国家

已被淘汰
。

我国在研究新型脱硫工艺的基础

上
,

借鉴国外经验
,

开发了热机械法螺杆脱硫

机
、

高温螺旋连续脱硫设备
、

动态脱硫罐
、

直

热式脱硫设备及其它再生胶辅助设备等
。

螺

杆直径为 1 50 m m 的螺杆脱硫机最大脱硫能

力为 2 2 k0 g
·

h 一
` 。

高温螺旋连续脱硫工艺设

备系由 5 组用导热油加热的夹套脱硫螺旋和

一组夹套冷却螺旋组成
。

脱硫螺旋夹套内导

热油 温 度最 高达 3O O C
,

连续脱硫时间 约

1 5 m i n
,

年生产能力可达 1 5 0 0 t 。

该设备脱硫

时间短
,

无污染废水
。

由化工部有关部门组织

试验推广 的是
“

高温高压动态脱硫工艺及设

备
” 。

动态脱硫工艺与水油法工艺相比
,

脱硫
.

时间短
,

无废水
,

可适应各类胶种的脱硫
。

采

用动态脱硫工艺的动态脱硫罐是一种设有装

卸料 口的内装搅拌螺旋的夹套结构卧式压力

容器
。

工作时夹套内通导热油加热
。

动态脱

硫罐有 1
.

5 和 6m
3

两种规格
,

罐最高压力达

2
.

3M P a ,

温度达 2 17 c
。

目前
,

在动态脱硫罐

的基础上又开发成功了利用远红外线加热的

0
.

8 和 1
.

5t 两种节能型直热式脱硫罐
,

比利

用导热油加热的动态脱硫罐操作安全
,

节能

40 % 以上
,

每罐脱硫时间为 2
.

5一 3
.

h0
。

上述这几种新开发的再生胶脱硫方法及

其设备
,

基本上同属于干式脱硫工艺
,

只是脱

硫设备
、

加热方式和操作方法不同而已
。

随着再生胶生产工艺和设备的不断发展

和完善
,

我国传统的油法和水油法脱硫工艺

和设备将会被逐步淘汰
。

13 发展中的问题

综上所述
,

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橡机工业

所取得的成绩
,

改变了长期处于 40 一 50 年代

水平 的局面
,

迅速缩短了和国际先进水平 的

差距
。

但是
,

我们也应看到前进过程中存在的

问题
,

它将在一定时期内制约着我 国橡胶工

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橡机产品的开发研究
。

首先是我国橡胶机械的发展
,

无论是过

去还是现在
,

由于缺乏 自行开发的基础
,

采取

的政策是
“

消化吸收
” ,

因此开发的橡机新产

品缺少
“

庄 创性
” ,

且往往导致与橡机生产的

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脱节
。

二是缺少橡机基

础理论研究
,

在开发橡机新产品时
,

缺乏必要

的理论指导
。

三是 由于国家基础工业薄弱
,

缺

少高质量
、

高性能的机 电配套 产品
,

使机器
“

缺胳膊少腿
” ,

影响整机性能和质量
。

这些问题与我国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基础

有关
。

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
,

改革开放政

策的进一步实施
,

工业基础发展到相应水平
,

问题将会逐步消失
。

收稿日期 1 9 9 5一 0 6一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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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质 同时使用的现阶段
,

必须重视与加强对

国产炭黑标准参比物质的标准化管理
,

在制

订标准过程中合理使用标准参比炭黑
,

为炭

黑工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
。

.3 3 完善我国炭黑标准参比物质体系

鉴于 国产 S R B 品种单一
、

不成系列
,

无

法承担 A S T M D
一

2 4 S R B 及 IT R B 的功能
,

建议国家技术监督局及标准化归口单位制订
“

完善我 国炭黑标准参比物质体系
”

的计划
,

并组织研制开发
,

逐步提高炭黑标准参比物

质的国产化率
,

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
,

使我国炭黑专业标准化工作迈上新的台阶
。

收稿 日期 19 9 5
一 10一 1 2


